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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某次培训公开课上，一个学员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何为“大企业”？
这个问题当场难倒了我。
自从有了《财富》世界企业500强排名之后，似乎对企业大小的评估只有一个指标——“营业收入”，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国际惯例评估一下中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到底是“大”还是“小”。
2009年中国企业联合会评选的中国企业500强中，排名第500位的双星集团，年营业收入为人民
币105.3753亿元。
百亿营业收入是2009年中国所谓“大企业”的门槛。
2009年《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企业500强中，最后一名日本商船三井，年营业收人是185.72亿美元，
这是2009年世界企业500强的门槛，约合人民币1263亿元（按照1美元=6.8元人民币计算）。
这个规模在2009年度中国企业500强中排名第43位，仅次于第42位的中国铝业公司1291.2亿元。
假设“世界企业500强”的定义为“全球范围内的大企业”，那在世界标准下的中国“大企业”只有42
家，连中国著名的民营企业海尔、华为、联想都未能达到这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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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事实上，国际化带给联想的，除品牌、技术与市场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文化融合带来的运
营质变。
国际化之后，联想先后导入了IBM、DELL文化，文化的融通与对冲是一个极其艰辛的过程，其间，联
想不可避免地经历了阵痛和煎熬。
——联想董事局主席  柳传志联想是个不甘寂寞的企业，2005年之前，它在公众面前几近透明，在并
购IBM 的PC业务之后，联想刻意淡出公众的视野，独自承受并购的喜悦与痛苦。
有人形容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是“中国蛇”吞掉“外国象”。
“蛇吞象”的壮烈，不在于以弱对强的冲击和融合，而在于消化大象实现脱胎换骨的升华。
作为蛇的联想，并购一开始就决定了她无法处于强势，她也并没有什么成功的前例可循，在高管变动
、组织结构调整和文化融合中，她不可避免地走了一些弯路，用柳传志的话说，“经历了阵痛与煎熬
”，但联想保持了足够的耐心和智慧，步步为营，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战法，逐步消化了大象。
两位作者作为联想并购整合的参与者，也采访了大量的联想内部人士，能近距离看清联想并购后内部
发生的重要事件，披露了大量不为外界所知的并购和整合内情，但作者并非事无巨细地记录，而是从
管理学的角度对纷繁复杂的整合过程进行了梳理，呈现出每一个影响联想命运的关键细节。
从这个角度说，这更是一部独一无二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专业案例分析。
历经五年的吸纳和消化，联想已经不是并购前的联想。
她摸着石头过河，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误的教训，对中国企业的其他跨国并购行为，包括国内企
业之间的投资和并购，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本书也是公众了解并购之后联想的首选，对管理学界的并购案例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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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李国刚、许明华
作为两名曾经的“联想人”，作者能够零距离接触联想的核心人物，能够触摸到联想并购与整合中最
关键的部分。

作为咨询师，作者能够从管理学的角度审视联想的并购与整合，为管理学提供珍贵稀缺的案例资料。

李国刚，现任中国软实力研究中心董事合伙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EMBA签约讲师，北京信息科技
大学客座教授。
曾任联想集团人力资源战略规划高级经理、企业文化建设中心经理、《联想》杂志与《联想人》报主
编，兼任联想集团高级培训师，参与了联想并购IBM PC业务以及两个公司整合的部分过程。

许明华，现任职于强生大宝公司，负责公司人才发展。
曾就职于联想集团人力资源部，负责企业文化、培训、组织与人才发展等工作。
在联想整合IBM个人电脑的过程中，负责文化审计、联想新文化融合、联想国际化人才选拔和培养等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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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务有很好的客户基础和品牌基础，有很好的形象和影响力，这是业务能够持续赢利最关键的地方。
还有两家公司合并之后产生的协同效应也发挥了作用，IBM的PCD脱离了原来IBM高成本的管理平台
，开始脱下西装炸油条了。
第二，联想和IBM谈判非常成功，谈判的条款保障了并购业务顺利地从IBM切割出来，保障了竞争力
的建设，比如像服务条款那样属于过去的包袱，新联想就不背了。
第三，整合的过程比较井然有序，一切都按部就班，联想并不像业界的其他整合，宣布之后几个月内
就完成，联想则考虑了分步去做。
2005年1－3月，是稳定客户、稳定员工的阶段，联想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跟客户、员工沟通，所以结
果是联想的客户和员工流失很少；4-6月，完成了总部职能（如财务、人力资源、法务、沟通等）的整
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
谈到为什么在整合之初，并行了联想国际、联想中国两个组织的时候，杨元庆说：“由于两家公司业
务交叉很小，我们并不急于把业务整合起来，这个阶段保持客户与员工稳定是第一要务，因为整合毕
竟会涉及组织的变化、人事的重新定位等，必然会有一些大的动荡期，风险非常大，所以与其冒这样
的风险，不如把两个业务先保持独立运行，让双方队伍相互了解、彼此熟悉起来再做下一步整合。
”两个组织并行阶段，联想整合项目第一次得到了中国政府高层的指示，2005年6月17日，温家宝总理
视察联想，他说：“这次并购举世瞩目，是国际化的一次重要尝试，一定要成功，我相信也会成功。
成功不是现在，也不在今年或明年，而在长期的检验，检验的重点正是创新，你们在市场占有的份额
⋯⋯把有利条件转为优势，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靠人。
”温总理的指示包含了对中国民营企业走向国际化的期望，更承载着中国本土民营企业国际化探索的
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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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10年3月28日，中国发展最快的汽车制造商之一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宣布与福特汽车签署最终
股权收购协议，获得沃尔沃轿车公司100％的股权以及相关资产（包括知识产权）。
吉利集团将以18亿美元收购沃尔沃轿车。
所有的收购资金已经到位，同时，吉利集团也准备好了沃尔沃轿车今后业务发展所需的营运资金贷款
。
从当事双方签署的协议来看，吉利不仅收购了沃尔沃的全部股权，也买到了沃尔沃的核心技术、专利
等知识产权和制造设施，还获得了沃尔沃在全球的经销渠道。
1999年，全盛时的福特汽车公司花了64.5亿美元，收购了总部位于瑞典的豪华乘用车品牌沃尔沃。
目前吉利收购沃尔沃的全部净资产，只有当年福特收购价的1／3左右，从这一点来比较，吉利还是占
了便宜的。
吉利2010年收购沃尔沃，和联想2004年收购IBMPC业务，都是典型的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蛇吞
象”！
2004年联想营业收入不过30亿美元，创立于1984年，企业年龄20岁；收购对象IBMPC业务大约90亿美
元营业额，1911年创立于美国，企业年龄93岁。
蛇与象的营业收入规模相差约3倍，企业年龄相差4.65倍。
吉利2008年的总营业收入为42.89亿元，创立于1986年，企业年龄23岁；而沃尔沃2008年的总收入约合
人民币1000亿元，创立于1927年，企业年龄82岁。
蛇与象的营业收入规模相差约23倍，企业年龄相差3.5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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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未来30年，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提升国际影响力的30中粮食品营销公司总经理年，会有越来越多的
中国本土企业去并购国际企业。
并购决定企业能否做大，而并购之后的有效整合，则决定了企业能否做强。
本书记录和剖析的管理与文化整合经验，正是值得所有并购企业学习借鉴的软实力。
　　——陈刚中国民企在崛起，有理想和胆识的企业家最终会走向全球化！
联想。
友发钢管集团董事长的“蛇吞象”不是作秀，考察联想如何“消化”并购后的IBMPC业务，相信会对
中国民企的全球化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
同时也祝作为标杆的联想集团一路走好！
　　——李茂津曙光汽车集团在创业的26年里，也经历了多次的并购，包括收购曙光汽车总裁丹东黄
海客车、常州长江客车、美国汽车和零部件研发中心等。
收购企业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融合，如何实现1+1>2。
联想的实践为未来进行国际并购的中国企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李海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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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联想并购以后》：事实上。
国际化带给联想的。
除品牌、技术与市场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文化融合带来的运营质变。
国际化之后.联想先后导入了IBM、DELL文化，文化的融通与对冲是一个极其艰辛的过程，其间，联想
不可避免地经历了阵痛和煎熬。
中国最著名的跨国并购案整合纪实，蛇吞象之后考验的不是勇气，而是消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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